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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奪九獎 蟬聯最佳獨家新聞
報業公會「2023年最佳新聞獎」結果出爐 大文集團獲21獎再膺報業集團之最

「2023年香港最佳新聞獎」
大文集團得獎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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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報業公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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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香港最佳新聞獎」共有12家報館提交共646份作
品參賽，角逐報道組、寫作組、圖片組和
設計組合共78個獎項，參賽作品經由60位
專業人士組成的評審委員評選落實賽果及
名次。香港大文集團旗下3份報章共獲得
21個獎項（見表）。

《治痛陷阱系列》深入虎穴「放蛇」
香港文匯報憑《治痛陷阱系列》獲得最

佳獨家新聞冠軍和最佳新聞優異獎。報道
踢爆痛症中心以「大隻佬」車輪轉圍攻促
銷的惡行，負責記者嚴少阡為調查事件，
以自己作餌深入虎穴「放蛇」。
她直言，其採訪團隊事前已有心理準
備，記者一旦身份敗露，隨時會遭毒打，
所以事前設計不同的「劇本」應對危急情
況；又安排另一隊人在大廈地下守候，隨
時採取營救行動，可謂「一步一驚心」。
幸之前擬就的「劇本」準備工作完善，既
能成功套料踢爆真相，且全身而退。
她表示，調查過程中意識到「痛症中心」背
後疑涉多個專業界別者教路設局，巧妙地避
開法律罅，慶幸得到多位專家協助抽絲剝
繭，拆解「掠水局」背後竟然涉及提供支付服

務平台、物理治療師和保險經紀。今次獲
獎，反映《商品說明條例》追不上不良營銷商
人狡滑多變的手法，期望特區政府盡快立例
規管，進一步保障消費者權益。

《生成式AI×教育系列》熱議ChatGPT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冠軍由《生成式AI×
教育系列》奪得，負責記者鍾健文對獲獎
感榮幸。他分享道，系列以熱議的生成式
AI工具ChatGPT作切入點，率先探討AI
為不同教育階段和持份者帶來的影響和挑
戰。現在，生成式AI更已由生成文字急速
發展到生成圖片、影片，以至驅動機械人
工作。報道中所談的應對或已經過時，唯
「術萬變，道不變」，不論在教育抑或其
他領域，為AI「㩒掣」的始終是人，認為
「擁抱、學習、認識、理解」才是迎接、
應對新科技和新時代轉變的正確態度。

《粵劇保育與創新系列》探討「粵劇+」前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韓小玲、張岳悅

對《粵劇保育與創新系列》獲得最佳文化
藝術新聞報道亞軍感開心和鼓舞。她們表
示，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粵劇是嶺南文
化的重要因子，眼見香港粵劇團體與藝術

家不斷嘗試，從各個角度為這一古老藝術
注入新的活力，勇於跳出傳統框框，嘗試
加入現代元素，將時代印記融入其中，為
地方戲曲劇種的傳承與發展帶來一些啟
發，於是決定走訪正在創新的業內人士，
深挖一下探討能否讓人看到「粵劇+」的前
景，強調「報道能得獎是表示我們的做法
是正確的。」

《夜總會式微有啟示》研夜經濟
以《夜總會式微有啟示潮流消費心理都不

同》獲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亞軍的周紹基表
示，就特區政府提出大力提振夜經濟，其腦
海中閃過的第一印象就是以前尖東及灣仔的
夜總會，以及過去幾乎每晚都在灣仔聚腳消
夜，所以他思索昔日香港能夠做到「舞照跳」
因素，希望借夜總會行業作切入點，探討今
天推動夜經濟的可資借鑑之處。
他說，以往很多生意人都有去夜總會傾生

意的習慣，報道透過被訪者的闡述及觀察，
道出時代巨變，這是香港經濟轉型的結果，
也與港人的消費習慣改變有關。今次採訪過
後，讓自己認識到不能總緬懷過去，
香港要重振夜經濟，不可能走回頭
路，必須要有新思路、新元素。

由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2023年香港最佳新聞獎」昨日公布結果，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3份報章共獲得21個獎

項，包括6冠4亞4季7優異獎，獲獎總數量再次蟬聯全港報業集團之最。其中，香港文匯報共奪得9個獎項，包括最佳

獨家新聞和最佳科學新聞兩個冠軍，前者為連續兩年奪冠，後者是繼2019年和2021年度後再列第一的「五年三冠」佳

績。同時，香港文匯報還贏得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和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亞軍，以及1季4優異的佳績。大公

報是次獲得4冠1季2優異，香港仔獲2亞2季1優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陸雅楠（最佳科學新聞季軍—《科研抗災系列》）：
2023年9月香港遭受「世紀黑雨」洗禮，給社會敲響了抗災的警鐘。在

上司鼓勵和指導下，同事們緊密合作展開了一系列關於科研抗災的報道，期

望引起社會對災害預防重要性的認可，同時也鼓勵公眾積極參與到防災工作

中。我們相信，只要不斷加強科研抗災的能力，在未來面對各種挑戰時更加從

容和有力地應對，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王鼎煌（最佳科學新聞優異—《睡眠科學系列》）：
這個系列聚焦社會有關睡眠的誤解與迷思，透過追蹤報道本港科學家在睡眠

領域的不斷探索與科研臨床成就，以科學求真態度，為市民大眾揭示睡眠如何

鞏固記憶形成、及正確認識及應對睡眠障礙等疾病，實現真正睡得好、活得

好。科學家的使命是用科學方法觀察探索未知，並將科研成果反饋社會，推動社

會進步。身為記者，希望未來能在新聞事業道路上不斷奮進，持續紀錄並傳遞講

好精彩的香港故事。

馬翠媚（最佳經濟新聞優異—《點亮夜經濟系列》）
香港夜生活曾是多姿多彩，聞名世界，上一輩港人對香港夜生活感

受至深，但疫情三年改變了港人生活習慣， 「不夜城」逐漸褪

色。當特區政府提出積極與業界攜手合作重振香港夜市，我們

認為這是時代巨變下香港經濟轉型的必然結果，因此香港要

重振夜經濟，已不可能走回頭路，必須要

加入新元素。

為此，我們一眾各同事訪問了

包括商場負責人、商戶以及飲食

業等主要持份者，並從交通配

套、規管政策、租金成本、消費習

慣以至勞工不足等等因素變化作出

前瞻性的分析，為政府及業界聯

手推出一系列措施以「點亮」夜經

濟，拋磚引玉。

甄智曄（最佳標題優異—
《一手一腳養愛女半邊身頂一片天》）
我有幸接觸到一篇真正充滿正能量的故事，主人公

是一位單親媽媽，早年因不幸事故，失去一手一腳，不得

不在「逆風局」中奮鬥三十多年，其中又經歷婚變、經濟下行、

疫情氛圍影響，飽受命運折磨卻又從未放棄，獨力帶大女兒，而且

沒有放棄自己的專業，活出精彩人生。

為此而起的標題，「一手一腳」、「頂一片天」密切相關，沒有誇飾，

但帶有一點讚頌英雄味道。這個故事是人民群眾積極正向的表現，標題有

幸獲獎，全賴報道本身就是個好故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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